
教育、移民和再分配是长期解决全球失业
问题的关键要素

工作，工作，还是工作！
普拉卡什·洛嘉尼

如今，全球失业人口超过 2 亿。

在本期《金融与发展》中，安嘎纳·巴纳吉的《欧

洲失业问题》与本人的《七载低迷》两篇文章中论述道，

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是一

个迫切的挑战。但是该挑战将超越短期范围。在未来

十年，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预计将需要为那些目前失业

和预期加入全球劳动大军的人们提供 6亿个工作岗位。

对岗位不足以分配的担忧是长期存在的。例如，

美国杂志《大西洋月刊》就预测了廉价外国劳动力对

美国的威胁：

“机器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充斥

着每个市场的日子并不遥远。数百万中国人和数

百万印度人将提供廉价的机械劳动力。他们好比

是我们唇边一杯满满的苦茶，如果我们不能智慧

地应对，就只能将其一饮而尽。”
这篇出现在 1879 年的文章表明，虽然离岸外包和

外包这两个术语可能比较新鲜，但其背后隐含的焦虑

( 即对贸易的恐惧 ) 却一直存在。尽管在 19 世纪 7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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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工作，还是工作！
有证据表明“工人只是被分配到需要新技能的岗位，

而不是完全被取代。”需要的新技术为人际交往能力

以及补充新技术的技能，这些技能目前还不能轻易地

编入机器人程序中。

在过去 20 年中，发达经济体并未平等地获得由

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好

处。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的岗位明显地被掏空，而这

些丢失的岗位主要在制造业部门。这些趋势以及由此

造成的不平等的加剧被记录在本期埃克哈德·恩斯特

所著的《萎缩中的中产阶级》一文中。恩斯特还分析

了在未来几十年这些趋势将如何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

市场中发生演变，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将有“更好的工

作环境和更高的薪水，但可能仅针对拥有适当技能的

人” 。
要解决全民就业的难题，通常提倡三种解决方案：

教育、移民和再分配。这三种方案都不简单，也不完美，

并且后两种方案通常缺乏政治支持。

教育能够使技术成果受益于更广泛的人群。《就

业与技术》一文提供了具体实例，说明了企业、贸易

协会和政府为培养“参与数字经济的美丽新世界”所

需的新技能而采取的行动。但教育和技能的获得无法

一蹴而就，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暂时还需要一

些帮助才能勉强过活。

原则上，移民可以充当全球岗位创造难题的一个

重要解决方案。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高技能工人可以缓

解美国的短缺局面。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护士可以帮

忙照看日本的老龄化人口。根据本期杂志中卡格拉·奥

兹登所著的《移民政策—任重而道远》一文中所述，

与经济层面上的理想状态相比，移民仍未被广泛采纳。

但是，尽管移民为目的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（奥兹登

的文章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），反对移民的呼声却十

分强烈且日益高涨。

要帮助那些可能因移民而损失或者得不到太多好

处以及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，就需要相应的政

策，包括加大对受益人群的再分配。对于职业寿命即

将结束的下岗工人而言，再分配可能是比获取新技能

更实际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加剧表

示担忧，再分配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政治支持。

总之，全球劳动力市场远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。

虽然世界资本流动之路可能笔直平坦，但劳动力流动

之路却障碍重重。■

普拉卡什·洛嘉尼（Prakash Loungani）是IMF研

究部的顾问、IMF就业和增长项目的负责人。

代以及之后的每个十年都面临廉价劳动力的威胁，美

国的平均收入却稳步增长，目前达到了每年约5万美元，

是普通中国人和印度人收入的好几倍。

除了对于廉价外国劳动力的恐惧，另外一种担忧

也并不新鲜，那就是技术是“就业杀手”。今天的头

条新闻宣称，在未来十年内，“1/3 的工作将被软件或

机器人取代”。在本期《金融与发展》中，詹姆斯·贝

森所著的《就业与技术》一文正面地解决了这种担忧。

他得出结论说，“即使对广泛的技术性失业存在担忧”，

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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